
[19:23, 2022 年 9 月 1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  
我滅度後，若有比丘，能演說斯，妙法華經，心無嫉恚，諸
惱障礙，亦無憂愁，及罵詈者；又無怖畏，加刀杖等；亦無
擯出，安住忍故。智者如是，善修其心，能住安樂，如我上
說。其人功德，千萬億劫，算數譬喻，說不能盡。 
【今譯】在我圓寂後，凡是有比丘能講說這部《妙法蓮華
經》，而心中不懷嫉妒，將〔不會〕有苦惱、障礙，也不會有憂
愁，及辱罵者；也不會遭人恐嚇、刀棍攻擊等；也不會被驅
逐，因為他安住於忍辱。智者恆常如我上面所說那樣，對自
心善加修行，能住於安樂的境地。那些人的功德，在千萬億
劫時間中，用用算數和譬喻都無法說盡。」 
【解說】因為成就忍辱波羅蜜，所以菩薩行者在弘法時，不
起嫉妒心，也無憂愁苦惱；與人為善，不觸怒他人，所以不
會遇到障礙，不遭受辱罵、捶打，及擯逐出寺院等不利處境，
住於安樂的境地。這種忍辱波羅蜜是與般若波羅蜜結合無間
的，才有辦法難忍能忍。當心中有我執、法執，對人與事無
法真正放下，便安忍不住。安忍波羅蜜有助於菩薩道的利他
行，累積的功德將難以衡量。 
 
[21:59, 2022 年 9 月 2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「又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，受持、讀
誦斯經典者，無懷嫉妬、謟誑之心，亦勿輕罵學佛道者，求
其長短。若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求聲聞者、求
辟支佛者、求菩薩道者，無得惱之，令其疑悔，語其人言：
『汝等去道甚遠，終不能得一切種智。所以者何？汝是放逸
之人，於道懈怠故。』（T9.38b2-9） 
【今譯】「另外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摩訶薩在未來時代正法將
要消滅的時代，憶持、背誦這部經典，將不會懷著嫉妬、偽
善、欺瞞的心，也不會輕蔑、咒罵修學菩薩道的人，及中傷
他們。凡是有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等，追求聲聞
乘者、追求辟支佛乘者、追求菩薩乘者，不會去刺傷他們，



使他們心生疑惑和懊悔，對那些人說這樣的話：『你們離無
上菩提很遠，終究無法證得全知的智慧。什麼原因呢？因為
你們是放縱的人，在修證覺悟上是懈怠的。』 
【解說】第三安樂行是關於意業的指導，應當抱持助人修學
佛法的善念。首先，菩薩行者不應產生不善心念，特別是去
障礙他人學法的意念。弘經菩薩不應懷著嫉妬、偽善、欺瞞
之心，輕視與非難其他學法者；不只不去鼓勵他人，還說貶
損、刺傷人家的話，澆熄他們的學法信心，妨礙他們獲致修
學佛法的利益與安樂。這是欠缺大悲心、菩提心的表現。 
 
[22:20, 2022 年 9 月 5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又，亦不應戲論諸法，有所諍競。當於一切眾生起大悲想，
於諸如來起慈父想，於諸菩薩起大師想，於十方諸大菩薩，
常應深心恭敬禮拜。於一切眾生，平等說法，以順法故，不
多不少；乃至深愛法者，亦不為多說。（T9.38b9-14） 
【今譯】還有，不應喜好爭論教法，從事教法的諍論。應當
對一切有情生起大悲心念；對於如來們想為慈父；對於菩薩
們想為大師（佛陀）；對於十方世界的大菩薩們，應當恆常
以深固心志來恭敬和禮拜。對於一切有情，以平等心說法，
全遵照著法義，因而不添加也不省略；甚至是深愛教法者，
也不為他們過度解說。 
【解說】其次，不應對佛法生起好辯的心，對教法做無意義
的爭辯；應將心思放在好好依教奉行，建立弘法能力上面。
弘經菩薩的正確發心，比如說，以大悲心愍念一切有情；將
如來想為慈父，平等地護念每一個有情；將菩薩想成大師（佛
陀），他們代表佛陀教化有情，以堅定不移的心志來恭敬禮
拜他們。在說法的態度上，說法者應通達教法，順著法義講
說到最適切的程度，不多做添加衍義，也不會講得不足。有
些說法者喜歡引申過度，變成在講自己的觀念，反而容易遮
蔽原本的法義。 
 



[22:01, 2022 年 9 月 6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文殊師利！是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，有成就是第三
安樂行者，說是法時，無能惱亂；得好同學共讀誦是經；亦
得大眾而來聽受，聽已能持，持已能誦，誦已能說，說已能
書、若使人書，供養經卷，恭敬、尊重、讚歎。」（T9.38b15-20） 
【今譯】文殊師利！這些菩薩摩訶薩在未來正法將要消滅的
時代，成就這第三種安樂境地的話，在講說這個法門時，沒
有人能擾亂他；會獲得好的同伴一起唱誦這部經典；也會出
現許多人前來聽聞，他們聽聞以後能憶持，憶持以後能背
誦，背誦以後能講說，講說以後能書寫、或使人書寫，而後
供養經卷，恭敬、尊崇、讚嘆。」 
【解說】修學安樂行能成就智慧、慈悲、忍辱的精神境地，
進而修集很多的利世功德，這是因為自己由此體得覺悟，並
提升助人學法的能力。擁有這些菩薩心靈品質，不斷累積智
慧與功德，不會與其他人對立，和善待人，真心為他們的利
益與安樂著想，才有辦法攝受他們。另外，以法華菩薩行者
為中心，吸引志同道合的學佛者一起研修經典，形成良好的
學習風氣，集體互相增上。 
 
[23:18, 2022 年 9 月 7 日] 黃國清教授:  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若欲說是經，當捨嫉
恚慢、謟誑邪偽心，常修質直行。不輕蔑於人，亦不戲論法，
不令他疑悔，云汝不得佛。是佛子說法，常柔和能忍，慈悲
於一切，不生懈怠心。（T9.38b20-27） 
【今譯】那時，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，而講說如下偈
頌：「凡是想講說這部經典的［說法者］，應當捨去嫉妒、傲
慢、偽善、欺瞞、狡詐的心，常修行真誠無偽。不輕視他人，
也不爭論教法［見解］，不使他人陷入疑惑和懊悔，說：『你
無法證得無上菩提。』這些佛陀之子［的菩薩］講說教法時，
總是柔和的、安忍的，對一切有情慈悲，不生起懈怠的心。 
【解說】菩薩志願弘傳《法華經》，就應當去除嫉妒、傲慢、



偽善、欺瞞等不善心理，提升真誠正直、柔和、安忍等心靈
品質，才有辦法面對濁惡世間的剛強有情。弘經菩薩看待其
他學佛者，不會嫉妒、輕視、貶損他們，及陷入無意義的見
解爭辯，是出於慈悲心，以柔和、忍辱的態度，不懈怠地修
習經典及傳授正確法義。 
 
[19:01, 2022 年 9 月 8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十方大菩薩，愍眾故行道，應生恭敬心，是則我大師。於諸
佛世尊，生無上父想。破於憍慢心，說法無障礙。第三法如
是，智者應守護，一心安樂行，無量眾所敬。」（T9.38b27-c3） 
【今譯】對於十方的大菩薩，他們因悲愍眾生而在世間遊
化，應當生起恭敬的心，［思惟：］『這些全是我的大師。』
對於［人中］無上者的諸佛世尊，恆常想成父親。應當破除
傲慢心，講說教法時將不會遇到障礙。第三個行法是如此，
智者應當［恆常善加］持守，他們將獲得禪定與安樂境地，
受到無數有情所恭敬。」 
【解說】除了弘傳經典應當具備的正確態度，第三安樂行更
教導對於大菩薩與諸佛如來的態度。大菩薩們的修證境地接
近佛陀，累積無數功德，未來將會成佛，代表佛陀在十方世
界廣度眾生，應將他們當成佛陀一樣的偉大老師來看待。對
於諸佛如來，他們平等無私地對待每一個有情，就像慈父對
待親生兒子，所以將他們視同父親，拉近與諸佛的距離。修
行這樣的第三安樂行，內心住於禪定與安樂，便可避除說法
上的障礙。 
 
[21:33, 2022 年 9 月 9 日] 黃國清教授:  
「又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摩訶薩於後末世法欲滅時，有持是《法
華經》者，於在家、出家人中生大慈心，於非菩薩人中生大
悲心，應作是念：『如是之人則為大失。如來方便隨宜說法，
不聞、不知、不覺、不問、不信、不解。其人雖不問、不信、
不解是經，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時，隨在何地，以神通



力、智慧力引之，令得住是法中。』（T9.38c4-11） 
【今譯】另外，文殊師利！菩薩摩訶薩在未來正法將要消滅
的時代，有想要憶持這部《法華經》的人，對於在家和出家
的人生起大慈心，對於［不朝向菩提的］非菩薩人生起大悲
心，應當如此發心：『這樣的人有大過失。如來運用善巧方
便所說的深密言說，他們不聽聞、不知道、不理解、不請問、
不相信、不深信。那些人雖然不請問、不相信、不深信這部
經典，我證得無上真實圓滿覺悟的時候，隨著他們在任何地
方，憑藉神通力、智慧力引導他們，使其能安住於這個法門
中。』 
【解說】法華菩薩行者對於在家和出家的學佛者生起大慈
心，用大乘佛法引導他們，讓他們朝向究竟安樂。對於不肯
發菩提心的非菩薩人，因為他們陷入生死的苦痛，急求解
脫，於是發起大悲心，先引導他們解脫生死苦海，再轉入大
乘佛法。菩薩如果不發大慈悲心引領這些人，他們不了解如
來教導二乘法的方便意趣，以為生死解脫就是究竟涅槃，可
能因此犯了增上慢與詆毀大乘法的大過失。當然，這些人並
不好引導，菩薩必須開發神通力與智慧力，才有辦法攝受他
們。 
 
[21:25, 2022 年 9 月 12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文殊師利！是菩薩摩訶薩於如來滅後，有成就此第四法者，
說是法時，無有過失，常為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、
國王、王子、大臣、人民、婆羅門、居士等供養、恭敬、尊
重、讚歎。虛空諸天為聽法故，亦常隨侍。若在聚落、城邑、
空閑林中，有人來欲難問者，諸天晝夜常為法故而衛護之，
能令聽者皆得歡喜。所以者何？此經是一切過去、未來、現
在諸佛神力所護故。文殊師利！是《法華經》於無量國中，
乃至名字不可得聞，何況得見、受持、讀誦！（T9.38c11-21） 
【今譯】文殊師利！這些菩薩摩訶薩在如來圓寂後，成就這
第四個（安樂）境地的話，講說這個法門時，不會有［對他



人的］傷害，恆常受到比丘、比丘尼、男居士、女居士、國
王、王子、官員、人民、婆羅門、在家長者等所供養、恭敬、
尊崇、讚歎。天空中的天神們為了聽聞教法，也常來追隨。
凡是在村落、城市、森林中，有人前來想質問［教法］的話，
天神們在日夜為了佛法而守護他們，能使聽聞者都獲得喜
悅。什麼原因呢？因為這部經典是一切過去、未來、現在的
佛陀們用神通力所加護。文殊師利！這部《法華經》在無量
國土中，甚至名稱都無法聽到，何況是能夠看見、憶持、背
誦！ 
【解說】這段經文，羅什的漢譯特指第四安樂行的修習利
益，現存梵本則指前述的四安樂行全體。弘傳《法華經》的
菩薩修學四種安樂行，將受到世人的供養、恭敬、尊重、讚
歎，及天神們的追隨與守護。這有兩方面的力量，其一是修
習四安樂行所獲得的功德利益，另一個更大的力量來自三世
十方諸佛對此經說法者的加持與守護。說法者因此更順利地
弘講此經，聽法者也獲得極大的歡喜。 
 
[22:46, 2022 年 9 月 13 日] 黃國清教授:  
文殊師利！譬如，強力轉輪聖王欲以威勢降伏諸國，而諸小
王不順其命。時，轉輪王起種種兵而往討罰。王見兵眾戰有
功者，即大歡喜，隨功賞賜。或與田宅、聚落、城邑；或與
衣服、嚴身之具，或與種種珍寶，金、銀、琉璃、車𤦲、馬
腦、珊瑚、虎珀，象馬車乘，奴婢人民。唯髻中明珠不以與
之。所以者何？獨王頂上有此一珠，若以與之，王諸眷屬必
大驚怪。（T9.38c22-29） 
【今譯】文殊師利！譬如，有位強大的轉輪聖王想用武力降
服各國，而小國的國王們不肯順服他的命令。那時，轉輪聖
王發動各種軍隊前往徵伐。國王見到軍士們戰鬥有功勞，就
大感歡喜，依照功勳而進行賞賜。有的賜給田地、房宅、村
莊、城市；有的賜給衣服、裝飾品；有的賜給種種珍寶，黃
金、白銀、琉璃、硨磲貝、瑪瑙、珊瑚、琥珀，大象、馬匹、



車輛，男女奴僕等。唯有髮髻中的明珠不拿來賞賜他們。什
麼原因呢？唯獨大王頭頂上有這顆明珠，如果拿來賞賜他
們，大王的隨從軍隊必然都大感驚奇、怪異。 
【解說】用譬喻來顯明《法華經》的非凡功德。小國王譬喻
魔王，如來率領修行者征服他們。各種田宅和封地、種種錢
財與珍寶，用來譬喻《法華經》以外的其他經典。佛教行者
猶如戰士，修行戰鬥得到什麼樣的勛勞，便可體悟到那種層
次的經典真理。轉輪聖王髮髻上那顆舉世獨一的明珠，譬喻
最高的教法，也就是《法華經》，是修學佛法到最後階段始
得以領悟者，因而不輕易傳授，免得慧根不足的聽聞者大感
驚怪與困惑。 
 
[21:30, 2022 年 9 月 14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文殊師利！如來亦復如是，以禪定、智慧力得法國土，王於
三界；而諸魔王不肯順伏。如來賢聖諸將與之共戰，其有功
者，心亦歡喜，於四眾中為說諸經，令其心悅，賜以禪定、
解脫、無漏根、力諸法之財，又復賜與涅槃之城，言得滅度，
引導其心，令皆歡喜，而不為說是《法華經》。（T9.39a1-7） 
【今譯】文殊師利！如來也是如是，憑藉禪定與智慧的力量
贏得佛法的國土，成為三界的王者；然而，魔王們不肯順服。
如來的賢聖將士們與他們相戰，凡是有功績的，［如來］心
中非常欣喜，對於四眾弟子講說各種經典，使他們內心喜
悅，賜給禪定、（八）解脫、無煩惱的（五）根和（五）力
等各種佛法的財富，又賜給涅槃的城市，而說已得到涅槃，
來誘引他們的心，使他們都感到喜悅，但不為他們講說這部
《法華經》。 
【解說】這段經文將前段譬喻故事的表法內容明白說出。佛
陀運用譬喻故事，意在幫助法義的理解，最後一定將其中蘊
含的意義全盤托出，不留下任何隱晦之處，以免聽法者不明
或誤解其義。佛教修行要通過解脫生死這道關卡時，必須克
服魔眾的障礙。然而，解脫生死的涅槃境地只是階段性目



標，還要透過《法華經》來指引終極性的成佛體證。學佛者
平時不須擔心魔眾的干擾，因為魔眾只阻礙行者超脫三界，
大多數學佛者還眷戀世俗，干擾的力量主要來自煩惱與業
報。 
 
[21:18, 2022 年 9 月 15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文殊師利！如轉輪王見諸兵眾有大功者，心甚歡喜，以此難
信之珠，久在髻中不妄與人，而今與之。如來亦復如是，於
三界中為大法王，以法教化一切眾生，見賢聖軍與五陰魔、
煩惱魔、死魔共戰，有大功勳，滅三毒，出三界，破魔網，
爾時，如來亦大歡喜。此《法華經》能令眾生至一切智，一
切世間多怨難信，先所未說，而今說之。（T9.39a7-15） 
【今譯】文殊師利！猶如轉輪聖王見到戰士們有極大功勞
者，內心非常高興，用這顆世人難以相信的明珠，長久在髮
髻中裝飾而不輕易贈與他人者，現在拿來賜給他。如來也是
如此，在三界中是偉大的佛法之王，用佛法教化一切有情，
看見賢聖軍隊與五陰魔、煩惱魔、死魔相戰，有極大的功勳，
滅除三毒煩惱，出脫［整體的］三界，破壞魔王的羅網，那
時，如來也感到萬分欣喜。這部《法華經》能為［一切］有
情帶來全知的智慧，一切世間有情大多怨懟及難以相信，過
去未曾講說，現在才講說這個［法門］。 
【解說】「魔」意謂障礙解脫生死與證得菩提的各種因子。「五
陰魔」是有情身心個體的構成要素，色（物質）、受（感覺）、
想（思想、分別）、行（意志）、識（心識），引生身心眾苦，
障礙修行。「煩惱魔」指貪欲、瞋恚、愚癡等三毒煩惱，遮
蔽對真理的覺證，及驅動有漏業行。「死魔」，人類壽命有限，
死亡來臨，修行又要中斷。還有「天魔」，是欲界第六層天
（他化自在天）的天神之王，有強烈掌控欲，想要將一切有
情控制於生死輪迴中。脫離魔王的羅網，實在困難重重。大
多數有情眷戀生死世間，聽聞出世法門，像是四諦、空性等
教法，都還會產生對立心理，何況是《法華經》這種最高真



理！ 
 
[22:10, 2022 年 9 月 16 日] 黃國清教授:  
文殊師利！此《法華經》是諸如來第一之說，於諸說中最為
甚深，末後賜與。如彼強力之王久護明珠，今乃與之。文殊
師利！此《法華經》諸佛如來祕密之藏，於諸經中最在其上，
長夜守護，不妄宣說，始於今日乃與汝等而敷演之。」
（T9.39a15-20） 
【今譯】文殊師利！這部《法華經》是諸佛如來最高的說法，
在一切說法中是最深妙的，最後才賜與的。猶如那位強大的
轉輪聖王長久守護明珠，現在才賜與［戰士］。文殊師利！
這部《法華經》是諸佛如來的秘密教法寶藏，在所有經典中
的最高位置，如來長久守護，不輕易宣說，到了今日才開始
向你們講說。」 
【解說】說明《法華經》在諸經中的最高地位，是諸佛如來
長久守護的秘密法藏，要等到聽法大慧根成熟，如來才會講
說。想要深入《法華經》的微妙意趣，必須先求掌握《阿含》、
《方等》、《般若》諸經法義，培植慧根，方能進入。《法華
經》教理深妙，不易弘傳，尤其是在正法將要消滅的時代，
有情煩惱深重，善根薄弱，說法者因而必須具備四安樂行的
修養。 
 
[22:51, 2022 年 9 月 19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爾時，世尊欲重宣此義，而說偈言：「常行忍辱，哀愍一切，
乃能演說，佛所讚經。後末世時，持此經者，於家出家，及
非菩薩，應生慈悲。斯等不聞，不信是經，則為大失。我得
佛道，以諸方便，為說此法，令住其中。（T9.39a20-27） 
【今譯】那時，世尊想要重新說明這番意義，而講說如下偈
頌：「恆常修行忍辱，悲愍一切有情，才能演說這部諸佛所
讚嘆的經典。在未來的時代，憶持這部經典者對於在家眾
人、出家眾人，及［不追求菩提的］非菩薩人，應當展現慈



悲［的力量］，發願：「這些人不聽聞、不相信這部經典，就
是大過失。我將體證佛菩提，運用（善巧）方便來為他們講
說這個法門，使他們安住在其中。 
【解說】第四安樂行強調發起廣大的誓願，悲愍有情陷溺生
死世界或恐懼生死苦海，發願成佛來度化他們。法華菩薩行
者見到有學佛者懼怕生死而急求解脫，另有戀著世俗而不肯
發菩提心者，對他們抱持大慈悲心，想幫助他們超越生死的
恐懼，及令其發心朝向佛果的究竟安樂，所以發願自己成就
無上菩提，憑藉大神通、大智慧、大方便來廣度有情，使他
們信受大乘佛法。 
 
[22:00, 2022 年 9 月 20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譬如強力，轉輪之王，兵戰有功，賞賜諸物，象馬車乘，嚴
身之具，及諸田宅，聚落城邑。或與衣服，種種珍寶，奴婢
財物，歡喜賜與。如有勇健，能為難事，王解髻中，明珠賜
之。（T9.39a27-b3） 
【今譯】譬如，強而有力的轉輪聖王看到軍士的戰鬥功績，
賞賜種種事物，大象、馬匹、車輛，身上的裝飾物，及田地、
房宅、村莊和城市。或是賜給衣服、種種珍寶；以及男女奴
僕、錢財，都高興地賜與。如果有人展現最高英勇，能成就
［令人驚嘆的］困難事情，那個國王就解下髮髻中的明珠來
賞賜給他。 
【解說】能具足信受與理解《法華經》的慧根，是佛弟子當
中最為勇猛精進者，猶如立下曠世奇功的第一英勇戰士，如
來歡喜讚嘆，便會將《法華經》這個獨一無二、長久珍藏的
稀奇明珠賞賜給他。佛弟子廣學諸經，而以《法華經》真理
的體悟為終極目標。 
 
[22:19, 2022 年 9 月 21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如來亦爾，為諸法王，忍辱大力，智慧寶藏，以大慈悲，如
法化世。見一切人，受諸苦惱，欲求解脫，與諸魔戰；為是



眾生，說種種法，以大方便，說此諸經。既知眾生，得其力
已，末後乃為，說是法華。如王解髻，明珠與之。此經為尊，
眾經中上，我常守護，不妄開示。今正是時，為汝等說。
（T9.39b3-12） 
【今譯】如來也是如此，為一切教法之王，具足忍辱的大力
量，及［眾多］智慧的寶藏，出於大慈悲心，以正法教化［
整個］世間。看見一切有情遭受苦痛，想要追求解脫，與魔
眾戰鬥；為這些有情講說種種教法，運用廣大的善巧方便講
說這些經典。既已了知有情們具備能力［及智慧］，最後才
為他們講說這部《法華經》。猶如（轉輪聖）王解下髮髻中
的明珠賜給他。這部經典是最尊貴的，是一切經典中的最高
者，我長久守護，不輕易宣說。現在是合適的時間，我將為
你們講說。 
【解說】如來先用其他經典來幫助佛弟子克服生死恐懼，及
提升智慧能力，最後他們才有能力信受與理解《法華經》的
深妙法義。這時就是如來講說這部長期密藏的最高法門的合
適時機。有機會聽聞《法華經》，並能歡喜信受，表示過去
世以來已經深種善根。 
 
[23:55, 2022 年 9 月 22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我滅度後，求佛道者，欲得安隱，演說斯經，應當親近，如
是四法。讀是經者，常無憂惱，又無病痛，顏色鮮白，不生
貧窮、卑賤醜陋。眾生樂見，如慕賢聖，天諸童子，以為給
使。刀杖不加，毒不能害；若人惡罵，口則閉塞。遊行無畏，
如師子王，智慧光明，如日之照。（T9.39b12-20） 
【今譯】在我圓寂以後，追求佛菩提者想要獲得平安順利來
講說這部經典，應當接近這四種（安樂的）境地。持誦這部
經典者恆常沒有憂愁、障礙，又沒有病痛，膚色白皙，不生
於貧窮、卑賤、醜陋的狀態。有情們喜歡見到他，如同仰慕
賢聖者，天神的年少兒子作為他的侍者。刀子、棍棒攻擊不
到，毒藥無法傷害；如果有想咒罵他的人，嘴巴就會緊閉不



開。自信地遊歷大地，如同獅子王，智慧光明如同日光照耀，
［驅除無數有情的暗冥］。 
【解說】修行四安樂行的《法華經》說法者將會平安順利，
身心康寧，有好福報，眾人愛敬，不會遭到辱罵捶打等障礙
事件，不出生在貧窮卑賤的地位。擁有無懼自信，遊行各處
弘傳經典，以其智慧光明驅除有情大眾的愚癡暗冥。 
 
[22:41, 2022 年 9 月 23 日] 黃國清教授:  
若於夢中，但見妙事：見諸如來，坐師子座，諸比丘眾，圍
繞說法。又見龍神、阿修羅等，數如恒沙，恭敬合掌，自見
其身，而為說法。又見諸佛，身相金色，放無量光，照於一
切，以梵音聲，演說諸法。（T9.39b20-26） 
【今譯】如果是在夢中，只見到吉祥事：他看見如來們坐在
莊嚴法座上，受比丘們所圍繞，為他們說法。又看見龍神、
天神、阿修羅等，數量如同恆河沙子，都雙手合十地恭敬，
看到自己為他們講說教法。又看見諸佛的金色身體，放出無
數光明，普照一切有情，及發出美妙音聲演說種種教法。 
【解說】修習四安樂行的《法華經》說法者在弘法生活中獲
得平安順利，在夢中也會見到與弘法相關的吉祥事。這裡所
列三件事情是見到如來在大眾圍繞中說法、自己為天龍八部
說法，及看見如來金色身放光說法。修安樂行的說法者心念
常與正法弘通相應，福德與智慧資糧時時累積。 
 
[23:18, 2022 年 9 月 26 日] 黃國清教授:  
佛為四眾，說無上法，見身處中，合掌讚佛，聞法歡喜，而
為供養；得陀羅尼，證不退智。佛知其心，深入佛道，即為
授記，成最正覺：汝善男子！當於來世，得無量智，佛之大
道。國土嚴淨，廣大無比。亦有四眾，合掌聽法。又見自身，
在山林中，修習善法，證諸實相；深入禪定，見十方佛。
（T9.39b26-c6） 
【今譯】［他在夢中］見到佛陀為四眾弟子講說最高的教法，



看見自己身處其中，雙手合十讚嘆佛陀，聽聞教法後非常喜
悅，歡喜地供養；獲得陀羅尼，體證不退轉的智慧。佛陀了
知他的心志，深入於佛菩提，就為他授與成就真實圓滿覺悟
的預言：『善男子！你在未來時代將獲得無量智慧的佛陀廣
大覺悟。國土非常清淨，無比廣大。還有四眾弟子雙手合十
地聽聞教法。』又看見自己處在山林中，修習正確教法，體
證諸法實相；深入於禪定中，見到十方諸佛。 
【解說】更進一層，夢見自己修習佛法有成，獲得菩薩的陀
羅尼（對佛法的強大記憶力），體證菩薩八地以上的不退轉
境地，獲得諸佛授與的成佛預言。或是夢見自己在山林洞窟
中，以禪觀修習照見諸法實相。或是在深層禪定中見到十方
諸佛，這是初期大乘佛教很重視的「念佛三昧」。於定中見
佛，禮敬供養，更重要的是從諸佛親聽教法，推進修證。 
 
[22:48, 2022 年 9 月 27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諸佛身金色，百福相莊嚴；聞法為人說。常有是好夢。又夢
作國王，捨宮殿眷屬，及上妙五欲，行詣於道場。在菩提樹
下，而處師子座，求道過七日，得諸佛之智。成無上道已，
起而轉法輪，為四眾說法，經千萬億劫，說無漏妙法，度無
量眾生。後當入涅槃，如烟盡燈滅。若後惡世中，說是第一
法，是人得大利，如上諸功德。」（T9.39c6-17） 
【今譯】［夢中遇到］金色身體的諸佛，具備無數福德所成
就的圓滿特徵；他聽聞教法後，［在集會中］為人講說。恆
常有這樣的吉祥夢。又夢見自己身為國王，捨棄宮殿與親
族，及最好的五欲享受，前往菩提座。在菩提樹下，坐在莊
嚴的座位，思惟菩提經過七天，證得諸佛的智慧。成就無上
菩提後，起來轉動［清淨的］法輪，為四眾弟子講說教法，
歷經千萬億劫時間，講說無煩惱的微妙教法，度化無數有
情。其後將會進入涅槃，如油盡而燈火滅了。在未來濁惡的
時代，講說這個最高教法，這樣的人將會獲得巨大利益，如
前述的［無量］功德。 



【解說】以佛陀一生修行、證道、說法、入滅的整個歷程，
說明《法華經》作為最高教法的珍貴意義。如來一生講說各
種淺深教法，真正的意趣是使所有聽法者理解《法華經》，
實踐一乘道而成佛。因此，在佛法衰微時代，能信受、理解、
弘揚《法華經》，可獲得很大的功德與利益。這裡也埋下一
個伏筆，釋迦牟尼佛成佛說法度眾生，不是只有短短八十
年，而是已經過千萬億劫，這在接下來的第十五品開始，會
說明八十年說法的只是佛陀的一個應化身，還有真身在說
法。 
[22:49, 2022 年 9 月 27 日] 黃國清教授: 〈安樂行品〉完 
[21:43, 2022 年 9 月 28 日] 黃國清教授: 從地踊出品第十五 
 
【今譯】第十五章「從大地涌現之品」。 
【解說】此品於現存梵本的品名是
bodhisattva-pṛthivī-vivara-samudgata，字面意義是「菩薩
從大地間隙中出現」。前面十四品講述的是釋迦牟尼佛在二
千五百多年前，所示現的一次應化身的教化活動，宣說《法
華經》之後進入涅槃。從這品開始，將帶出佛陀過去久遠劫
以前所成就的圓滿真實佛身，此真身並未進入涅槃，仍在靈
鷲山淨土為大菩薩們說法。佛陀自過去成佛以來，在無法衡
量的時間過程中，示現無數的應化身以廣度有情。第十六〈如
來壽量品〉是講述圓滿真實的佛身與佛土的核心一品，此品
為其序曲，釋迦佛長久以來教化的大菩薩們從大地中涌出，
發起如來究竟是在何時成佛的疑問。 
[21:16, 2022 年 9 月 29 日] 黃國清教授: 爾時，他方國土諸
來菩薩摩訶薩，過八恒河沙數於大眾中起立，合掌作禮，而
白佛言：「世尊！若聽我等於佛滅後，在此娑婆世界，懃加
精進，護持、讀誦、書寫、供養是經典者，當於此土而廣說
之。」（T9.39c19-23） 
【今譯】那時，從其他世界前來的菩薩摩訶薩當中，有超過
八條恒河沙子數量的［菩薩摩訶薩］在集會大眾中站起來，



雙手合掌，禮敬［世尊］，向佛陀說：「世尊！如果您允許我
們在如來圓寂後，在這個娑婆世界，努力精進，傳持、背誦、
書寫、供養這部經典的話，我們將會在這個國土努力講說這
個法門。」 
【解說】從其他世界前來的大菩薩們聽聞《法華經》之後，
向佛陀表陳願意在如來圓寂後，於此娑婆世界弘揚這部經典
的心跡。先前在〈勸持品〉中，剛自聲聞乘轉向大乘的比丘、
比丘尼等阿羅漢們由於佛陀圓寂後，娑婆國土逐漸成為五濁
惡世，學佛者心性剛強難化，他們的弘法能力尚有所不足，
所以發願於未來時代先到其他國土弘傳《法華經》。這是現
在這些他方大菩薩站出來承擔此土弘經任務的前因。 
 
[21:23, 2022 年 9 月 30 日] 黃國清教授:    
爾時，佛告諸菩薩摩訶薩眾：「止！善男子！不須汝等護持
此經。所以者何？我娑婆世界自有六萬恒河沙等菩薩摩訶
薩，一一菩薩各有六萬恒河沙眷屬，是諸人等能於我滅後，
護持、讀誦、廣說此經。」（T9.39c23-28） 
【今譯】那時，佛陀告訴那些菩薩摩訶薩：「好了！善男子！
你們無須傳持這部經典。什麼原因呢？我這個娑婆世界本身
有六萬條恒河沙子等量的菩薩摩訶薩，每一位菩薩各自有六
萬條恒河沙子等量的隨從，這些人能在我圓寂後，傳持、背
誦、講說這部經典。」 
【解說】釋迦佛自過去久遠時間以前，就開始教化許許多多
的菩薩，他們現在已成為有能力弘傳《法華經》的大菩薩。
這是佛陀沒有答應他方大菩薩在娑婆世界承擔弘經任務的
原因所在，他早已儲備好了足夠人才。這是在《法華經》中
才說出的一大秘密。 
 
 
 


